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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翰笙（１８９７— ） 

   陈翰笙，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世界历史学家、卓越的国
际活动家。３０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创始人。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研究我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以第一手的农村调查材料论证我国农村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指明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 

  陈翰笙，原名陈枢，１８９７年２月５日生于江苏无锡县城。父陈浚，前清生员，曾
参加辛亥革命。陈枢幼年就读于无锡东林小学，后随父母到长沙，人爱国人士创办的明德
中学，受同盟会会员、南社诗人、历史教师傅荣湘的思想影响很深。１９１５年母亲看他
才智过人，变卖首饰送他去美国深造。 

出国工读获得美国硕士和德国的博士学位 

  到了美国，先考入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种菜、养鸡
等劳动。１９１６年夏考入洛杉矶珀玛拿大学，原想选读植物学科，因视力差看不清显微
镜下的观察物，改学地质学，同样看不清地形地质图。一年后，接受导师卫斯特加德（后
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劝告，改学欧美历史，并协助导师阅卷，假期出校打工得点收
入。１９２０年毕业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任助教。那时，俄国１０月革命震撼世
界，陈枢很想找机会去看一看，便抓紧机会学俄文。这为他后来去第三国际工作准备了条
件。他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以《五口通商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
题，写成硕士论文，论述“五口通商”后，中国的茶叶主要由广州出口，而产地则分布在
浙江、福建，从产地运到广州，主要靠人搬运，一般要由几批挑夫分段运输，在漫长的路
途上，茶商、挑夫常年络绎不绝，因此，沿途的饮食业、旅店、商店和各种手工业也都迅
速发展起来。论文一致获得好评，并授予他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中国留美同学
会的秘书长，编印《中国留美学生》季刊等一些社会活动。 

  １９２１年冬，美、英、法、德、意、日等国为对远东和太平洋殖民地半殖民地势力
范围再分配，在华盛顿召开新的分赃会议，北洋政府派出以顾维钧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
留美同学组成后援会监督和声援代表团，阻止他们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他是这项活
动主要参加者。同年，有位无锡乡亲名叫顾淑型也在美国学教育，将要毕业，两人相识
后，志同道合，遂结为夫妇。并因在报上发现有同名人，正式改名为陈翰笙。 

  １９２２年春，得奖学金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学习东欧史。是年秋，因德国马克贬值，
为使手中所有的少量美元能维持夫妇俩人较长时间的学习生活，遂改赴德国，他自己进柏
林大学史地研究所，随奥托赫契教授研究东欧史，顾淑型攻读德文。１９２４年夏，陈翰
笙以《１９１１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为题的研究论文，获得柏林大学
的博士学位。同年秋，蔡元培去欧洲考察，邀请他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出任北大教授结识李大钊和第三国际取得联系 

  陈翰笙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后又在法学系讲授美国
宪法史，当时他才２７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蔡元培主持北大，实行兼容并蓄的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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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不同学派和政治观点都可以上讲台，陈翰笙是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任
教期间，参加胡适、王世杰等创办的《现代评论》，先后发表过５５篇文章。１９２５年
５月３０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积极参加北京学生声援运动，上街游行。并与高仁
山一起向李大钊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李大钊告诉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还是先参加国民党好。”就由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京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的革
命运动，李大钊领导了这次斗争，陈翰笙和他夫人顾淑型带领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受到
反动政府军警的镇压，发生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当场被打死的学生４７人，重伤３００余
人，他夫妇幸免于难，他根据现场看到的情况，撰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在
３月２７日出版的《独立评论》３卷６８期上。 

  惨案次日，段褀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成员躲
进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陈翰笙仍经常与李保持联系，并经李大钊介绍，认识苏联驻
华大使加拉罕、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以及俄专教师格里湼维基。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
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情况。李大钊还介绍他
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并为第三国际在柏林出版的《国际通讯》撰写英文通讯稿。 

  １９２６年冬北伐军打到长江，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陈友仁部长，电邀陈翰笙、王世
杰、周鲠生前往武汉任外交部顾问，协助政府办理收回武汉、九江英租界。不久，应李大
钊电召回到北京。 

  １９２７年“４·１２”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１０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陈
翰笙处境危险，遂偕同刚由莫斯科学习回国的夫人秘密离开北京经由日本去苏联。抵达莫
斯科后，就在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刚成立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２０年代
末，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生争论，当时主持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工
作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写了一本《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２８年莫斯科出版，有中文译
本），把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
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２０世纪初，西方资本主
义传人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认定中国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
翰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马季亚尔讲的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
化，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中国
农村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
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已经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这次大争论使陈翰笙深深感到，由于对中国
农村经济缺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讨论问题时没有确切有力的材料足以说服对方，因
而萌生要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责任感。  

科学地阐明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 

  １９２８年５月，陈翰笙夫妇回国，蔡元培有意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
作，由于遭到王世杰反对，只好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审定《万有文库》有关
书稿。１９３１年商务出版英汉对照的《百科名汇》，其中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和宗教
部分就是由他审定的。他还挤时间，就中国农民捐税负担问题，广泛搜集材料，加以统计
分析，写成《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长篇论述，以充分事实，阐明中国的财政负担差不多
都放在农民身上。这是他早期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之一。他还根据西欧、东
欧、俄国、日本的社会发展过程，分析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分成赋役制、强
役制、工商制，并具体分列出它们的异同，为研究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提供了有价值的基
础知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１９３０年作为农村经济参考资料出版。 

  此外，中国２０年代由于军阀混战，西北大旱，各种灾害频仍，豫、鲁、陕、甘等省
农民大批向东北流亡，陈翰笙对东北的土地农民问题，也搜集材料写专文在中央研究院社
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２号刊出。 

  １９２９年蔡元培正式邀请陈翰笙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
学组工作，为减轻阻力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陈接任
后，鉴于所内图书资料极为缺乏，就答应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之请，兼任铁道部顾问，以其
兼职月薪充实图书资料。同时开展社会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上海
日资纱厂的工人生活，揭露纱厂实行包身工制度下，包身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中国
包工头的双重剥削。他将调查材料写成小册子加以揭露，这就引起代表卖办资产阶级的国
民党政府某些人的不满，促使他转向农村经济调查，实现他在莫斯科工作时萌生的愿望。
陈翰笙的农村经济调查，从江苏无锡开始，再扩展到河北保定和广东。其用意是，“江
南、河北、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够彻



底了解这３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为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
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 
  １９２９年春，农村经济调查团在无锡成立，全团４５人，采用挨户调查的方法，调
查全县各种类型自然村的农村经济实况。在无锡县４乡选定了有代表性的２２个自然村，
计有１２０４户。调查人员分成４组，由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分任组长，调
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
消费、文化教育等等，共用了３个月，挨户调查结束后又调查了５５个自然村的概况和８
个市镇的工商业。其间陈翰笙曾亲自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几个自然村。 

  这项调查，是我国最初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了解农村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生产
力水平，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从而有助于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
革命的中心任务。无锡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通过调查了解到：无锡农村地权比较集中，
地租剥削占农民租入土地净收入量的９３．１４％，贫农交租平均每人１２２．７斤，中
农交租平均每人１１６．４斤，当时无锡农村还流行高利贷，年利率一般为５０％左右，
多为实物借贷，借一石米，一年要还本利一石半。此外还有雇工剥削、捐税，以及商业剥
削，在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下，生产力陷于停滞状态，生产水平很低（水稻亩产仅４
０１斤，小麦亩产１０５斤），人均收入很少（中农４７元，贫农２５元；米价每１００
市斤８．４元，小麦每１００市斤５．０７元），生活极度贫困，１４岁以上人口中文盲
占７３．４１％。 

  １９３０年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选定１０
个自然村１５７８个农户的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
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和受灾面积、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收获
量、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人口职业收入等进行挨户调查，并作了全县以及几个集镇的
概况调查。调查结果说明，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但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交租形
式，则有分租、粮租、钱租，而以钱租为主。租额占产值的５６．６５％。保定地区雇佣
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比较普遍，中农每户平均负债３９．１０元，贫农负债平均每户２１．
２２元，雇农１６．９２元。随着帝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逐渐破坏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经
济，广大农民还受商业上的剥削，而且越来越重。 

  陈翰笙对这两次的调查材料，还聘请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等参加整理。
但调查报告写出以后，中央研究院领导易人，未能正式发表，许多重要资料只有在陈翰笙
和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原始资料便保存下来。 

  调查发现，农村中计算土地面积的“亩”差异极大。陈翰笙在《亩的差异》一文中指
出：“根据无锡２２村１２０４户调查，知道无锡的所谓亩，大小不同，至少有１７３
种，最小的合２．６８３公亩，最大的合８．９５７公亩，就是在同一村里，至少也发现
有５种，邵巷一村就有２０种，小的合２．６８３公亩，大的５．６１６公亩。工业资本
主义还不发达的中国，不可能有统一的度量衡，这样复杂的差异，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
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４年５月底，他又组织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得
到孙夫人宋庆龄及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等的支持，进行得很顺利。调查人员由中央研究院社
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共同组成。首先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
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１６个县进行详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而后用一个半
月时间对番禺１０个代表村的１２０９户进行挨户调查，同时还进行５０个县３３５个村
的通信调查。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指出：“劳动力
在广东这样不值钱，而全省可耕而未耕地竟占陆地面积的１５％，兵灾匪祸更使已耕的田
地很多被荒弃。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广州、汕头等处的银行、银号中堆积着大量
货币资本而不能用到农业生产上去。这便是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耕地所有与耕
地使用的背驰，乃是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更体现着这
个矛盾的深刻。解除这个矛盾，然后可以使可耕的土地尽量地开发，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
用，可投放的资本大批地流转于农村，这样，农村的生产关系便能改善，而农村生产力也
会必然提高。这样，中国今日的农村便不难从危机中挽救过来。”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
日文在日本出版。 

  １９３３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丛书，反映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
响。陈翰笙抓住这个机会，又一次与中山文化教育馆合作，组织王寅生、张锡昌、王国高
等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３个烟草产区、１２７个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从
中选出６个典型村４２９户进行挨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两年完成。陈翰笙又从美国搜集
了大量有关资料，于１９３９年用英文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
究》一书（１９８５年复旦大学出版的《陈翰笙文集》有摘录）。 

  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设厂大规模生产纸烟，垄断中国的烟草市场。陈翰笙通过



烤烟产区的调查，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中央与地方政权，以及军阀
官僚、土豪劣绅、奸商高利贷者相互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画面。一般认为商品作物
的推广会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烤烟的大
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而富裕中农和富农不需要借贷，也不热心种那限价收购的烤烟。这
是对中国烟草产区调查的新发现。 

  陈翰笙通过对中国各地的农村调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
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商
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后来，他更明确地认定：“这就是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
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１９３３年８月，他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在会上提出的论文，题为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利用各地调查材料说明土地分配不均，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
土地，广大贫下中农无地少地，遭受地主富农残酷剥削，使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村经济贫
困现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路线，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重
视，认为《中国土地问题》是权威之作。 

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杂志 

  １９３３年陈翰笙被迫辞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职务，为团结广大的农业和农
村工作者，并在原来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便与吴觉农、孙晓村、冯和
法、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张锡昌、姜君宸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
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被推选为理事长。１９３４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由
薛暮桥主持，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和农村通讯，对当时关于中国农
村问题各种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１９３６年发展会员５００多人，并
分头组织读书会，进行有关农村、政治时事讨论和抗日救国活动。上海沦陷后，《中国农
村》在桂林出版战时特刊，被禁止出版后，便在重庆《商务日报》、上海《文汇报》出版
《中国农村》副刊。对推动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反映农村实际情况，发动和坚持抗日战
争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翰笙始终非常关心会务的发展，每个时期提出工作方针和工作计
划，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经济研究会完成了在民主革命时
期的历史任务，以后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工作，于１９５１年在北京宣告结束。 

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促进战时工业合作运动 

  陈翰笙被迫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不能在国内公开活动。１９３３年冬
偕顾淑型东渡日本，参加《东洋文库》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用一年时间写出《中国的
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两部著作（英文版，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分别于１
９３６年、１９４６年在纽约出版，后者并出有日文版）。１９３５年４月回到上海，再
度秘密去莫斯科，任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并协助苏联出版社校订俄文中国地图。同年，
经当时在第三国际任职的王明、康生证明，将组织关系由第三国际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６年４月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纽约出版《太平洋事务》季刊，陈翰笙应总编辑欧

文·拉铁摩尔之邀，与夫人取道欧洲去美任编辑工作。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连续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去加拿大走访了十几个城市，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心和力
量，通过各地华侨与华人组织，号召华侨与华人捐献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１９３９年５月，陈翰笙根据党的指示，由美国回到香港，协助宋庆龄和埃德加·斯诺
夫人及艾黎等友人发起组织的工业合作运动，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并主持日常工作，
负责向国际宣传、接受捐献、转运物资，工合运动是在沿海及中部城市沦陷后，内地工业
品极其紧缺的情况下，帮助各地建立起一些小规模的工厂，以安置难民和失业工人，生产
各种紧缺的工业产品，解决战时人民迫切需要。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寇占领香港，陈翰笙经澳门转到桂林，除继续进行工合工作
外，发表了《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物价与中农》等论文，并与张锡昌、千家驹、狄
超白、秦柳方等８人共同写成《战时的中国经济》一书。 

  １９４４年３月重庆国民党政府密令桂林西南行营逮捕陈翰笙。他事先得到消息，秘
密离开桂林前往印度。他在印度德里大学找到一份评论员的工作，借此机会结识了一些印
度学者，并把精力用在撰写我国人民抗日战争英勇事迹，还将他和刘洪进、刘述舟在西双
版纳对傣族原始公社的土地所有制调查材料加以整理，写成《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一书
（１９４９年纽约出版英文本，１９８５年国内出版中文本）。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寇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陈翰笙
等转到印度史学会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对印度进行经济区域考察，东至加尔各答，南
到印度洋海岸，西到孟买，北到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信德，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
调查，使他对印度经济地理、社会状况、种姓制度、宗教等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１９４
６年４月，他和顾淑型离开印度前往美国西海岸，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约教授，讲授印
度史。他在美国继续查阅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
１４巨册，补充在印度调查所得的资料，用英文写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后来
译成中文，１９５９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１９８０年，英文本在印度出版。 

  陈翰笙这次在美国，正值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第３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他利用美国各地讲台进行公开演讲，抨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唤
起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华人的同情和支持。 

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心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翰笙受周恩来总理电邀，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回国。周总理
原希望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可他只接受担任顾问，仍愿以较多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后来
被选为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部世界史组负责人。５０年代他作为文化代表访问东欧及印度等国，并参加在莫
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和在原民主德国、芬兰、瑞士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１９５２年３月，宋庆龄倡议创办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由他和金仲华等共同主持
编辑工作，他还以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优美文笔，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受到外国
友人欢迎。 

  “文化大革命”中，陈翰笙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他夫人顾淑型病
逝，他被监禁９个月后下放到湖南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１９７１年才得到照顾回
京。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翰笙虽已年过８０，心情舒畅，干劲不减当
年，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欣然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该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
所长以及农业经济、南亚、社会科学情报等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并担任北京大学、外交学
院教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的编委会主任，还为商务
印书馆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与卢文迪、彭家礼为中华书局合编《华工出国史资料汇编》
５辑，与薛暮桥、冯和法合作将３０年代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文件著作搜集整理
编成《解放前的中国农村》３巨册，约１００万字。第一册为党的文件和许多经济学家的
论文；第二册为中国经济研究会会员的论文和农村通讯；第三册主要为调查方法、各地各
个时期的农村调查报告，全书已由展望出版社于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出版。３０年代的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原报告从未发表，也一直没有找到，１９５７年薛暮桥、孙冶方建
议：将国家统计局保存的原始资料重新整理，并派人到原来调查的村庄，就１９３６年、
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７年三个阶段经济变化情况进行对比调查。陈翰笙与薛暮桥、秦柳方
就这两地重新调查材料编写成《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一书，得到中共中央政策
研究室的赞助，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于１９８８年出版。 

  陈翰笙现已９８岁高龄，仍身体健康，思维敏捷，十分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他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感到由衷高兴。对一些亟待克服的社会
问题表示忧虑，有时还撰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或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对前来向他请教
的晚辈，总是耐心热情地帮助，认真提出指导性意见，或对问题进行辨析，深得大家的钦
敬。  
(作者：秦柳方 陈道) 

简历 

  １８９７年２月５日 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城内城头弄。 
  １９０９年 考入长沙明德中学。 
  １９１５年 赴美留学，考入美国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 
  １９１６年 考入洛杉矶珀玛拿大学。 
  １９２０年 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助教，获硕士学位。 
  １９２２年 波士顿哈佛大学学习，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史地研究所边工作边学习。 
  １９２４年 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１９２５年 经李大钊介绍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 发表《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独立评论》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７日
第３卷第６７期）。 
  １９２６年７月 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 任莫斯科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 
  １９２８年５月 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审定《万有文库》有关书籍。发表专著
《中国农民负担的赋税》（《东方杂志》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２５卷１９期）。 
  １９２９年 主持制定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７月由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组成调查
团，进行三个月实地调查，写成调查报告，并发表专论《亩的差异》。 
  １９３０年 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兼铁道部顾问，发表《封建社
会的生产关系》、《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研究报告。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
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 
  １９３３年 对广东进行农村调查。发表《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出席在
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提出英文论著《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与吴觉农、孙晓
村、钱俊瑞、薛暮桥、冯和法、王寅生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理事
长。 
  １９３５年 任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经王明、康生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３６年 在纽约出版《中国的地主与农民》（英文版）。担任纽约太平洋国际学
会《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编辑工作。协助饶漱石在纽约创办《华侨日报》。 
  １９３９年 在香港协助宋庆龄办工业合作运动，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 
  １９４１年 以后任桂林师范学院西文系主任、西南商专教授，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
研究员。为《中国农村》战时特刊撰写《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物价与中农》、《民
族工业和国内市场》等论文。与张锡昌、狄超白、千家驹等８人合作，写成《战时的中国
经济》一书。 
  １９４６年 任华盛顿州立大学特约教授。完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西双版
纳的土地制度》在纽约出版。 
  １９５０年 完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１月底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到祖
国，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并
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史组负责人。 
  １９５２年 与金仲华共同主持英文期刊《中国建设》的编辑工作，并为该刊撰写报
道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章。 
  １９７８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世界历史研究所
名誉所长，农业经济、南亚以及社会科学情报等研究所学术委员。任北京大学、外交学院
兼职教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编委会主任。为商务印
书馆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已出版２５０余种。与卢文迪、彭家礼合编《华工出国史资料
汇编》５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与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三巨册，
已由展望出版社出版。与薛暮桥、秦柳方合编《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由农业
部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研究所出版。 

主要论著 

  １．陈翰笙．《五口通商与茶叶贸易》．美国芝加哥，１９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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